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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民阅读经典：法国大革命讲稿》讲述法国大革命暴烈跌宕，它不仅试图改变社会结构，亦欲重塑
民众的价值观念。从此，自由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可是，如此暴烈的革命何以增加了人类的自由
？1889年大革命爆发百年之际，阿克顿爵士开始撰写《法国大革命讲稿》并进行讲座。这份讲稿是他
担任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教授时，于1895年至1899年使用的讲课稿，详尽阐述了1789年到1795年的革命
历程。阿克顿熟稔原始资料，并在叙述中穿插了大量讨论，风趣而机智，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古典自由
主义眼中的法国大革命图景。今日，我们借助更简洁、凝练的文字重读阿克顿的弦外之音，关于自由
、关于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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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望，理学硕士，南京大学本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现为启蒙编译所专职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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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历史、革命的反思
2、刚开始觉得看不下去，一开始看了又关宗教的还挺有兴趣看的，可是看着看着又不行了，每章的
总结不错可以看看总结
3、此刻2016\7\14
4、政治、历史、哲学
5、抛开原作的政治观点不谈，此版的整体译作质量有不容忽视的问题，加之作者有时本就语焉不详
，若干桥段还要靠追引考据方能得出结论。
6、中华书局这版的翻译，对比商务印刷馆那本要好很多。Kindle里只有商务印刷馆那本呜呜呜

记得在巴黎时候恺恺张讲法国女人，说她们冲进皇宫，拖出来路易十几出来砍头。记不清十几了哈哈
哈哈哈～
收到新世相的法国大革命好开心，老天都在帮我补各种法国相关的内容，希望将来法国汇合成功！
7、“实际上大多数政府都是专制的，而且全部是不正确的专制；这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任性的堕落
和民众的公愤。”Sounds familiar？
8、作为一个历史渣，我是以比泛读更泛的姿态翻完的。印象中大概每一章都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党派
的上台或下台，国王，保王党，自由主义神马的，人名都记不住。印象最深的两句话摘录于此：
1.拯救一个人和杀死一个人，同样令这些残忍的犯罪分子感到愉悦。他们在为一项事业服务，在官方
的授意下杀戮。
2.西北尔认为，大革命误入歧途是十分自然的结果，新秩序不比旧秩序更优越，因为它是旧秩序的衍
生物，从枯竭的土壤中产生，而且新制度的运作者是堕落腐败的旧制度培养出来的人。
9、又臭又长的裹脚布。
10、阿克顿的东西不必多说，但似乎还是要先读法国革命史的通史书才能有更多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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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你可能碰上一些书，因为领域、书名而被吓退，事实上它们很有见识，也很好读。这是我拿到这
本书时，跟王政委聊天时，她说的。的确是这样子，如果让我去选择，这本书肯定不会在我近期的阅
读计划里面。可这本书却又的确很有见识，很好读。这是参加新世相图书馆活动拿到的第一本书，花
了两天左右的时间读完。因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还要接收他们发过来的另外三本书，不知道硬
度跟这一本相比，会如何。我读到书里阿克顿议论性的一句话：每个时代都会有二十来个决定性的，
各具特色的观念主宰着整个世界，为了理解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应该掌握它们。我其实没有认真考虑
过这个问题。走马观花般看了一些思想论述的书籍，自己的知识点和观念还是点点斑斑不成系统，因
为没有想到过这其中的道理。回到这本书本身，我从来没有读过法国的历史，出了在历史教科书上，
我还记着人权宣言，巴黎公社、三级会议、路易十六、攻占巴士底监狱、雅各宾派、罗伯斯皮尔、波
旁王朝这些名词。可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真不知道了。看过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知道他
写了本《旧制度与大革命》是讲述法国大革命的事情。但一直也没有勇气，没有兴趣拿起来看。所以
，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懵逼的。甚至一开始，书中讲起来美国独立战争，我都迷惑到底两件事
情哪个在先，是谁影响了谁。一开始读的时候比较难啃，阿克顿的行文很流畅，而且讲述比较清晰，
每章末尾会有些论述性的文字。这里，我只能根据自己读书中做的一些摘记和粗浅的理解来说一些自
己的看法。对法国大革命最开始的认识是这样：在当时的法国，存在着教士、贵族和平民三个等级，
其中第三等级受到上面两个等级的压迫，不堪重负，于是他们要求召开三级会议，要扩大自己的话语
权，减轻自己身上的压迫，但上面两个等级连同国王并不同意他们的要求，于是受压迫的人民发动了
起义，首先他们攻占了巴士底监狱，创建了国民公会，但是贵族和国王贼心不死，他们联合国外的封
建势力对法国的新体制发起反扑，法国人民抵制住了反扑，并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在这期间，法国
国内局势振荡，各个党派斗阵不断，最后雅各宾派掌权，并对异见者发起了清洗，造成了大量的流血
事件。国外封建势力加上国内的反动起义让法国共和政体饱受摧残，最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拿破仑结
束了共和制，回复了帝制，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以失败告终。以上是我对这段历史最开始的认识。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慢慢纠正，充实之前的这些认识。对整个事件有了跟多更深刻的认识。美国独立
战争发生在法国大革命前，当时法国人支持了美国的独立。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要比法国简单很多很
多，因为这是在一个完全崭新的土地上展开的，它没有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因此从一开始就需要在
君主立宪还是共和制之间展开讨论，前面的道路只有一条。坚定不移的实行民主共和制，书中说其实
一开始美国的独立战争意义并没为了独立建国，只要摆脱英国母体国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平等赋税，他
们的反抗不是针对现在的，是针对未来的，殖民地的人民看到这种不平等所昭示的结果，所以他们毅
然决然进行反抗。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国人参与其中，其中有些军官后来回到法国也参与了法国的大革
命。所以美国独立战争带给法国自由民主的启蒙。但一开始美国建立后，创建的宪法是不完善的，并
不能给法国的立宪提供多大的参考。回到这个时候的法国，路易十六上台时候，国内局势就已经很艰
巨，因此他也想着能够通过改革来一扫法国的凋敝。在当时第三等级并不能参与议事。当时国内财政
赤字持续扩张。路易十六召集教士和贵族，希望两个等级能够分担一下国家的负担，但并没有达成统
一意见，此时国王想重启三级会议制度，召集平民来一起压制教士和贵族的势力，在这里，国王和第
三等级的利益是一样的。国王希望对上两个等级增税，来缓解国家财政压力和维护国内的统一，第三
等级也希望能够减轻自己身上的负担。三级会议制度重启，围绕着是否要分开投票，名额如何分配等
问题的辩论一直在持续，此时第三等级的优势不断扩大，一些措施和政策开始危险到教士和贵族，教
士对其中的一些政策表示了赞成和支持，此时贵族却一直很顽固。这是国王又反过来支持贵族，如此
他的反复让三个等级对国王的好感不断下降。同时第三等级势力扩大，在一些思想家以及阴谋家的号
召鼓动下，国民热情不断高涨。攻占巴士底监狱是法国大革命的高潮，因为这座建筑代表着专制和强
权，攻占一座建筑比杀死一个人更有号召力。三级会议升级成了国民议会。法国将由人治转向法治之
路。在攻占巴士底监狱过程中，国名革命军与正规法国军发生了流血冲突，其中也有一些平民受到暴
徒的残害。阿克顿对这一行为表示了强烈的愤慨。最美好的是自由和信仰，但是通往它们的道路上染
满了无数鲜血，经常成为谋杀的借口。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最邪恶的人物。可以不用正义的标准去衡
量，但也无法改变这其中的罪恶。这是关于大革命最深刻无情的反思。尽管历来革命无不流血牺牲，
但为了政治杀人，不比为了金钱为了宗教杀人更高尚，更不那么邪恶。接下来，在国民议会的主持下
，法国也进行制定宪法，这是整个大革命的高潮阶段，开始体现出法国人民对自由民主追求的艰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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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这里不同于美国，长久的封建专制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并不能撒开手去创建共和，而
且美国目前的制度也并不能为法国带来多少有用的参考，相反，海峡对岸的英国，也是立宪国家，他
们实现着君主立宪制度。倒应该是法国最应该借鉴的。在法国这个阶段，教士还是作为一个阶级存在
于政治中，这是我之前所不熟悉的。此时的国民议会是三级会议的延续，其中各个等级也有着自己的
代表和话语权，而且在这其中产生了不同的政党，有着不同的政治理念。对于国王的去留问题，国民
议会也一直存在争议。国民大众对国王表示出了热情和信任，其中国王从凡赛尔转移到巴黎，给当地
的民众以很大的喜悦。书中也穿插介绍了两位思想家：米拉波和西哀士。米拉波坚定支持君主立宪制
，他希望能够保存君主的行政权力。西哀士强烈反对教士阶级的特权，他号召第三等级就应该国民的
主体，要求极力压制教士的特权。米拉波是个悲剧人物，他一直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支持君主统治
，可王室对他的忠告都不以为然。西哀士推动下的《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案》对教士阶级进行了限制
，这个法案损害了大革命，不仅使得这个国家的敌对情绪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潮流，而且迫使国王寻求
其他国家的帮助，与他的人民作对。因为国王签署了这个法案，其中讲国王对教士有绝对的任免权。
革命没有提供解决宗教问题的方法，并且由于这方面的失败招致了毁灭。这是我不知道，也不会想到
的。这也是在美国不存在的问题，在这里，法国一直没有想过将政治和宗教分开考虑，独立发展。此
时的国王、王后开始对国内情况感到恐慌，准备策划逃跑计划，国外的势力和流亡派也希望国王出逃
。此时发生了雷瓦那逃亡事件，最终由于一些疏忽。逃亡计划失败，国王被抓回。这一事件发生之后
，国民议会中声音不断，也似乎更坚定了废除国王，坚定执行共和政体的想法。这个时候的国王不再
是一个威胁，而成了一个累赘，此时欧洲的封建势力也开始结成了反法同盟准备对法国的国民议会进
行打击，重新恢复法国的君主统治。当然这里面也有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这样一个同盟的成立也
是各方利益博弈后的结果，如果法国处决国王， 那他们的君主统治也岌岌可危。但此时国民议会的权
利不断增大，对于美国的联邦制度，每个邦联都有自己的行政权力，又有宪法作为指导，这就是对权
利的制约。法国人曾经把国家托付给国王，现在又授予国民议会没有节制的权利。对于来自社会底层
的压迫，没有补救的办法，他们以为权利确立方式正确就不需要加以抑制。法国其他地区也开始仿照
巴黎国民议会的形式组建行政机构。此时各方斗争错综复杂，法国人在尝试探索属于自己的民主自由
之路，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法国军队再同反法同盟战斗，议会内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斗争不断
，吉伦特派倡导将自由，将权利赋予国民，雅各宾派倡导平等，要求行政权利集中。雅各宾派得势之
后对其他党派进行了清扫，这里面的描述让人联想到斯大林时期的党派斗争，这里又有些不同，因为
各个党派是为了执行自己的政治理念，此时罗伯斯皮尔登上最高位置，恐怖统治开始延续。这期间的
清洗更加秘笈。此时法国还在同国外势力斗争，雅各宾派修改了征兵制度，使得法国军力大增，但同
时征兵制也激怒了过没民众，旺代爆发了起义，因为在革命前这个地区民众与教士和贵族相处融洽，
但革命之后损害了这里的平衡，他们支持君主制，但现在的国民会议征兵来对抗拯救国王的国外势力
。这算是大革命中的一个插曲，但其带来的影响也比较深远。罗伯斯皮尔最终也没能躲过审判，=阿
克顿对他也没有做出详细的评价，他是个政治家，坚决追求自己的事业，缺从未提出理由证明它，他
个人生活也极度约束。恐怖统治结束以后，法国处于无政府无统治的状态，同国外的战争还在持续。
国内各个党派关于宪法、政体的讨论也在继续。大革命似乎也已经以失败告终。这是我读到这里的感
觉，最后书的结尾是拿破仑击败了保王党，使王位继续空缺，凭借他的军事天才，大革命即将征服整
个欧洲大陆。拿破仑是在恐怖统治时期雅各宾派主导的征兵制下成长起来的，同时这样的征兵制也使
得法国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军力，没有被国外反法同盟打倒。 书中也有很多复杂的人物关系描述，对历
史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所以，法国大革命到底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站在今天，我们只能对历史发
展做出一些评论。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法国人民勇敢进行着探索，这种勇气是伟大的，坚持是不屈
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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